
初中生学习物理心理障碍分析
汪 锋

（甘肃省陇西县侯家门九年制学校，甘肃 陇西 748100）

摘 要：初中物理是一门重要学科，也是规律性很强的一

门学科。 初中学生在学习物理时，可能因为生活经验的影响、
学习方法的不当等主观和客观因素， 对物理学习产生或多或

少的心理障碍，这就需要物理教师分析原因，因材施教，克服

学生在初学物理时产生的心理障碍， 从而进一步提高物理教

学质量。这也是物理教师在教学中需要研究的一个教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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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是一门重要的学科，教师希望有好的教学成绩，
学生也希望把它学好，但多数学生是事与愿违，在物理学习的

过程中，因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或多或少会产生心理障碍，
如果教师不能正确判断和及时引导， 势必会直接影响到物理

教学质量的提高。从我多年从事初中物理教学的经验来判断，
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心理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生活中形成的错误生活经验误导了学生的思维

生活中接触到的每种物理现象都存在普遍性， 而物理本

身又是一门自然学科。 中学生在学习物理之前已在小学阶段

学过自然学科，对一些自然现象有简单的了解，在生活中也见

过不少物理现象。 因此，学生在初次接触物理时，在头脑中形

成的生活观念往往对学生产生先入为主的思维引导， 误导了

正确的物理概念在大脑中的重新建立，对学习起到阻碍作用。
因此，在一开始学习物理时，教师首先就要注意引导学生摈弃

过去的生活经验，重新认识事物的本质，逐步从事物的本质属

性和内部联系中建立科学的概念， 并用科学的概念检验以前

的生活经验，在对比中提高认识水平。
例如，在“电路”一节的学习中，对开关作用的理解，学生

总认为开灯就是打开电路，关灯就是闭合电路。我们曾对初三

学生做过这样的问卷测试， 让他们写出电阻串联时电流的关

系，多数学生都知道在电阻串联时，电流各处相等。 让他们分

析家庭电路中的电灯在闭合开关时， 通过电灯钨丝的电流与

流出灯丝后的电流是否相等， 却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回答是灯

丝电流大于流出灯丝后电流。 这说明他们虽然知道电阻串联

时电流的关系，但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却又回到生活经验中去，
不能根据物理概念进行正确的思维。

二、物理问题中的隐蔽因素干扰了学生的正常思维

在初中物理教学中，需要通过解决物理问题来认识物理

现象和事物的规律，而 物 理 问 题 往 往 是 由 多 种 因 素 构 成 的。
构成物理问 题 的 因 素 又 分 为 显 性 和 隐 性 两 种。 由 于 学 生 抗

干扰的心理 素 质 不 够 过 硬， 隐 性 因 素 在 学 生 建 立 物 理 关 系

和解决物理问题时会起到负面干扰，影响他们正确地认识物

理现象。

例如，初三学生在回答“冬天早晨起床后，用手摸室外金

属物体和木质物体时，哪个温度低”的问题时，不少学生根据

平时的生活经验和直接感知， 都会认为木质的东西比金属的

东西温度高，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为何能出现这种错误

的理解呢？ 一是不当的生活经验导致了学生对传热与热平衡

的概念出现了混淆；二是没有很好地分析问题中的隐蔽因素，

即“冬天、早晨、室外”，这是理解问题的前提条件，言下之意，

即物体已处于平衡状态。

三、习惯思维的定式影响心理惰性，使思维受阻

在物理教学中，学生认识物理现象和解决物理问题时，思

维定式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学习物理时，也需要学生

的创造思维、发散思维，这时学生的思维定式就变成学生形成

创造性思维的心理障碍。
例如，在学习动能和势能转化时，多数学生对“跳伞运动

员匀速下降时动能、重力势能的变化”错误理解为动能增大。
他们认为决定动能大小的因素是运动物体的速度和质量，并

且质量越大，速度越大，动能也越大。 重力势能的大小由物体

的高度和质量决定，被举得越高，质量越大，重力势能也越大。
因此，想到跳伞运动员下降时高度减小、质量不变、重力势能

减小，那么动能一定增大。 这显然是错误的。 这反映出思维定

式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看到运动员下降， 就认为重力势能减

小、动能增大。问他们“匀速”有何用？这时学生才恍然大悟，速

度没有发生变化，动能应该不变，这说明定式的心理因素对思

维有着重大影响。
四、错误地运用相似思维和类比推理，把思维引向歧途

物理学中常用比来定义物理概念。例如，初二物理有这样

一道练习题：“浸没在水中的石块， 它受到浮力跟它在水中浸

没的深度有没有关系？”一个班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学生都认为

有关系，并且认为浮力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大。出现这种错误的

根本原因是他们把液体内部压强的规律搬到浮力上来用，混

淆了浮力与液体压强的概念，使思维陷入混乱状态。
总之，在初中物理教学时，教师一定要认真备课，除了备

教材以外，还要备学生，预判每节课教学中学生可能出现的心

理障碍及其生成原因， 然后提出预防和纠正这种心理障碍的

措施，防患于未然，以便有效提高物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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